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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近现代美术史上的朱屺瞻先生，人们多爱谈其苍茫

拙厚的笔墨和强烈醇正的色彩。近日，“图式再写——朱屺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写生与创作专题展”在上海朱屺瞻艺术

馆举行，这是迄今为止对朱屺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品最完

整的呈现。站在画面前眺望熟悉的景象，裹着时代的包浆和

温度，仿佛在重温历史。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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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上海鲁迅纪念馆，1959年

朱屺瞻一生的创作有两大高峰，除

了晚年“耋年变法”，20世纪五六十年代

面对新中国的建设、城市新貌和红色主

题创作的大量创作，同样重要地构建了

其艺术的谱系价值。陈佩秋先生曾说

过：“朱屺瞻的画，以（上世纪）五十年代

最为精彩。气势浑厚，行笔凝重。”

画作必须求变
20世纪中国画的发展可以1949年

新中国成立作为一个分水岭。新中国

成立前，朱屺瞻的创作重心在油画，兼

顾中国画创作，走的是一条中西兼能的

绘画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他开始专攻

中国画。这时的朱屺瞻深深感受到只

有采用一种崭新的艺术形式，才能适当

响应大时代的来临。“新中国成立后，我

全力以赴地专攻中国画，与其说是开新

端，不如说是遂初志，很有‘归去来’的

快感！当时我明白地感到两点，一为发

展观点，事物与形势都在激变中，画作

必须求变，不能墨守前人成法，更不可

固步自封。问题在于如何变？这是时

代向画家提出的迫切课题。二为民族

形式欣赏习惯，我学西画三十多年，动

机不限于好奇，目的是求中西法的汇

合，参中国画法入于西画，每苦未能。

新中国成立后，党提出‘民族形式’的号

召，使我决心回到国画这条道路上来，

深深感到是心灵还乡！这是我创作生

涯中一个决定性的转折。”

1956年，朱屺瞻受聘为上海中国画

院画师。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

义建设的时代大潮，在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年届六旬的朱屺瞻描绘祖国的河山

新貌，新中国建设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

以及社会各个领域的生活新貌，连缀成

一个民族国家转型时期的时代风景。

在这一时期，大量艺术家的山水写生都

在以中国画传统的表现形式和技法来

表现新中国建设的主题，或是将曾经的

革命圣地作为描绘主体。在山河新貌

的书写中，呈现出山水画的语言图式风

格的改变，以及以“城乡新貌”“工农建

设”“革命圣地”等为表现题材的多种经

典图式。

书写城市新貌
1959年，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

年，上海中国画院组织画师们创制了一

批“上海风貌”的作品。高楼大厦、公

园、有轨电车等这些现代城市元素出现

在传统中国画中，此时的朱屺瞻去了鲁

迅公园、人民公园、外白渡桥、共和新路

旱桥等地深入生活、现场体验，积累了

大量的写生素材稿，对景写生创作了

《上海鲁迅纪念馆》（图1）《绿化都市》

（图5）《上海图书馆与博物馆》（图6）等

作品，其中《上海鲁迅纪念馆》入选了

1959年上海举办的庆祝新中国成立十

周年美术作品展览会。正如多年后，朱

屺瞻谈到“在这个阶段，写生是我主要

功夫”，并深切感悟到“写生须写出活

处”的艺术主旨。

作品《绿化都市》主要描绘了以繁华

的南京西路为背景的人民公园和国际饭

店的城市景观。公园内的自然景观与围

墙外的都市景观以及交织在一起的人

群，为其提供了一个笔墨和图式新的着

陆点。南京路上熙来攘往，有轨电车穿

行其间，呈现出一派繁荣热闹的城市场

景。在这幅竖构图的大视角作品中，朱

屺瞻以浑厚的浓墨写意处理前景葱茏绿

树掩映的公园一角，小河环绕，手划木船

和散步观景的游人散落其中；又以“平

远”视角处理有上世纪30年代“远东第

一高楼”之称的国际饭店，以枯笔勾勒外

形结构，塑造着建筑的体量。作品用笔

浑厚恣意，色彩有几分表现主义的气质，

以枯湿用笔的对照，使公园与建筑物在

画面上形成视觉上的互构性。

描绘工农建设
1958年5月，中央提出了“鼓足干

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

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而“多快好

省，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则是《美术》1958

年第7期的刊首词。为响应号召，上海

中国画院的艺术家们有组织地走出画

室，深入生活，四个巡回展览工作队分赴

上海东郊、北郊和西郊农村和生产合作

社进行写生创作，希望通过写生作画，在

继承优秀传统的前提下，改变旧思路。

这几年也是朱屺瞻外出写生和创作极丰

富的几年，作为当年画院下生活最努力

与勤快的画家之一，在深入建设生产一

线的过程中，留下了大量写生素材稿和

反映新中国时代气息的作品。

聚焦红色主题
1960年和1964年朱屺瞻曾两次赴

井冈山写生，瞻仰革命纪念地，参观建

设工地，创作了描绘革命圣地的山水画

六十余幅。1960年4月，朱屺瞻由上海

经南昌、吉安至井冈山写生，先后二十

多天，“作速写两百余幅，国画风景三

轴”。1964年11月，与画院同仁再赴井

冈山，辗转在茨坪、黄洋界等地写生，先

后创作了《革命圣地》《井冈山工地一

角》（图2）《赣水辉辉》《黄洋界哨口》《古

城会议旧址》等作品。除了在这两处著

名革命圣地的写生，朱屺瞻还创作了

《卢沟桥》《革命楼》等反映革命事迹的

作品。创作于1960年的《革命圣地》是

朱屺瞻在新时期赴井冈山的写生之作，

用画笔记录下了新中国成立后的茨坪

胜景和民众劳作场景，是以传统山水画

程式语言向革命历史叙事语境转换的

较早尝试。

上世纪60年代朱屺瞻曾游嘉兴南

湖，创作了《第一次党代会纪念船》《烟雨

楼》《南湖革命纪念馆》等数十幅速写和

作品。南湖中的红船、烟雨楼以及关联

的“南湖烟雨”“南湖早春”等成为红色题

材中重要的表现内容，呈现出不同于传

统山水画的艺术新貌。而创作于1961

年的《南湖留胜迹》（图3）无疑是其这一

时期红色主题山水画的经典之作。该作

画题应取自唐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之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句；同在20

世纪60年代叶圣陶有《题南湖诗》：“烟

雨楼前泛画舟，当时人物尽风流。便教

古国开新史，自此南湖胜迹留。”亦可作

为朱屺瞻此画最贴切的诗注。

朱屺瞻在一张张的画面中书写和

描绘时代，热火朝天的社会建设场景、

熙熙攘攘的上海城市新貌、写生和创

作的红色山水，放在今天的场域呈现，

既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图像的记录，

又像是历史的档案，带着温度在循迹

和回溯。

■ 图2 井冈山工地一角，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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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上海图书馆与博物馆，1959年


